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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铁路客运量再创新高，铁路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投资力度有所

加大，其中铁路相关装备投资占比逐步增加，对于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安全性等至关

重要。未来，伴随居民旅游、公务等出行需求持续释放，中国铁路客运量有望保持增

长；“公转铁”政策持续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向铁路转移趋势将加快，多式联运发展、

铁路部门“总对总”营销和智慧铁路物流体系构建等对铁路货运需求形成正向支撑，

但需关注全球经济局势波动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对铁路货物运输带来的影响。同时，

中国铁路网络仍有较大投资空间，未来铁路行业投资规模仍将保持高位。国家对铁路

行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并给予各项政策支持，整体看中国铁路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一、行业概况 

铁路肩负“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使命，是国家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

也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在促进乡村振兴、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投资合理增长、优

化交通运输结构和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铁路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

和社会需求基本保持一致。我国国土面积大，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带来长

距离、大运量铁路运输需求；同时，低成本、绿色环保为铁路运输重要特点，对于降

低社会物流成本和节约自然环境成本具有重要作用；铁路建设投资规模大、产业链长，

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我国铁路具有技术先进、安全可靠和性价比高

等优势，可更好的服务和支撑“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扩大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截至 2024 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 16.2 万公里，同比增加 0.30 万公里，其中高

铁 4.80 万公里，同比增加 0.30 万公里；复线率 60.8%，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电化

率 75.80%，同比上升 0.6 个百分点。从投资和运营主体看，中国铁路分为国家铁路、

地方铁路、非控股合资铁路和专用铁路，均受国家铁路局监管。其中，国家铁路在行

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建设及运营模式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铁集团”）独资投建铁路项目，或者国铁集团和地方政府或有关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由

国铁集团控股的合资公司，作为项目业主进行新建铁路项目及部分既有铁路改扩建项

目的投资，项目投产后由国铁集团负责铁路资产后续的运营管理。随着 2019 年《交

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出台，中央与地方的关于

铁路建设主体与支出职责得以进一步明确，即中央（含中央企业）与地方共同承担干

线铁路的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中央（含中央企业）与地方共同

承担支出责任，干线铁路的运营管理由中央企业负责。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

支线铁路、铁路专用线建设、养护、管理、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由地方实施或由地方

委托中央企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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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铁路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铁路建设基金、地方政府

及企业出资、铁路建设债券、银行贷款和国铁集团自有资金等。中央预算内资金持续

支持国家重点铁路项目。根据 1996 年财政部印发的《铁路建设基金管理办法》（财工

字〔1996〕371 号）的规定，铁路建设基金也可以用于“与建设有关的还本付息”。因

此，铁路建设基金是国铁集团直接债务融资本息偿付的重要保证。目前，铁路建设基

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此外，发行铁路建设债券是国

铁集团融资的重要途径之一，铁路建设债券均由铁路建设基金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因此铁路建设基金也是国铁集团融资担保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铁集团先

后与 31 个省市自治区签订了铁路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地方政府以直接出资或以征地

拆迁补偿费用入股等形式参与铁路建设。近年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

部等部门多次提到，支持社会资本依法依规参与铁路建设运营，除传统国家投资、地

方政府投资外，社会资本参与铁路投资的空间和机会将会增多。 

除此之外，国铁集团也在积极探索资产上市等增强自身造血能力的路径。广深铁

路股份有限公司、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京沪高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铁科首钢轨

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和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实现上市，国铁集团正在不断丰富铁路建设

资金来源，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保障铁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二、铁路投资及铁路运输 

铁路投资方面，2024 年，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13%，投资力度有

所加大。2024 年，中国投产新线 3113 公里，其中高铁投产新线 2457 公里。2020－

2024 年，高铁投产新线占比分别为 51.10%、51.52%、50.78%、76.33%和 78.93%，

2023 年开始高铁投产新线占比明显提高。 

截至 2024 年底，全国铁路路网密度 168.5 公里/万平方公里，但全国各地区路网

密度差异较大，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华北平原、沿海等地区的铁路密度较高，西部及

内陆沿边地区的铁路密度较低。铁路路网建设正在由以路网干线建设为主向联网补网

强链转变，“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已建成约 80%，大规模干线铁路建设逐渐

减少，转而聚焦完善铁路网络的薄弱环节。2024 年，池黄高铁、汉巴南高铁巴中至南

充段、川藏高铁镇江关至黄胜关段、杭温高铁、龙龙高铁梅龙至龙川段、渝昆高铁重

庆至宜宾段、潍烟高铁和荆荆高铁等新线投产，在促进区域经济和旅游业等发展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国铁路建设的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与传统铁路线路

建设相比，铁路相关装备投资的占比逐步增加，对于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安全性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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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家铁路将积极推进沿江铁路、沿边沿海铁路、出

疆入藏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部地区大通道等重点项目建设。《“十四五”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也指出，到“十四五”末，铁路营业里程预期达到

16.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5 万公里。国铁集团《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

先行规划纲要》中明确，到 2035 年，全国铁路网计划达到 20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7 万公里左右。总体看，国家将保持对铁路的政策支持力度，未来路网建设仍有一定

空间。 

表 2.1  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7819  7489  7109 7645 8506 

投产新线（公里） 4933  4208  4100 3637 3113 

高铁投产新线（公里） 2521  2168 2082 2776 2457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中国铁道统计公报以及国家铁路统计公报整理 

铁路客运方面，2024 年，在居民旅游、公务等出行需求持续释放、列车班次增加

和列车开行方式优化等综合影响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周转量再创新高，同

比分别增长 11.85%和 7.26%。货运方面，近年来国家鼓励调整运输结构和推动“公转

铁”，铁路部门大力发展“总对总”营销和物流总包，加强铁路与公路、水运等其他

运输方式的衔接与合作，发展多式联运，2024 年铁路货运总发送量较上年增长 2.78%；

铁路货运品类结构逐步向多元化发展，高附加值、时效性要求高的货物运输距离相对

较短，铁路货运周转量较上年下降 1.64%。 

表 2.2  全国铁路运输情况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 

（亿人） 
22.03 26.12 16.73 38.55 43.12 

全国铁路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8266.19 9567.81 6577.53 14729.36 15799.10 

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 

（亿吨） 
45.52 47.74 49.84 50.35 51.75 

全国铁路货运总周转量 

（亿吨公里） 
30514.46 33238.00 35845.69 36460.39 35861.90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中国铁道统计公报以及交通运输部网站整理 

客运价格方面，近年来铁路客运逐步实行灵活定价机制，实行有升有降、差异化

的折扣浮动价格策略。货运价格方面，2018 年以来，为了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减税

降费、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的部署要求，国铁集团在国家税务总局下调铁路运输服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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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税率同时，相应下调货运价格；此外，国铁集团还采取了降低专用线代运营代维

护服务收费、自备车检修服务收费等减费措施，铁路货运价格整体有所下浮。近年来，

国铁集团采取“一企一策”“一港一策”“一口价”策略，建立了市场反应更灵敏高效

的运价机制。 

三、行业政策 

铁路建设投资规模大，随着铁路建设的持续推进，铁路投资企业也面临较大的债

务负担，还本付息压力逐渐加大，中国铁路投资主体单一、投资效率不足等问题日益

凸显。此外，长期以来，中国铁路实行政府定价，随着经济体量的快速扩张，原有定

价机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铁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据此，国家相关部门颁布了一系

列政策和规划，推进铁路投融资方式多样化，鼓励社会资本方积极进入铁路投资市场；

大力推行铁路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综合运输效率；深化铁路货运价格市场化

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降低社会物流成本，增强市场

活力。 

表 3.1  近年来与铁路运输行业相关的重要政策 

发布时

间 

发布单位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及主旨 

2015 年

7 月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鼓励和

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建

设铁路的实施意见》 

全面开放铁路投资与运营市场、推进投融资方式多

样化，鼓励社会资本方积极进入铁路投资市场 

2015 年

10 月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

的若干意见》 

提出逐步放开铁路运输竞争性领域价格，扩大由经

营者自主定价的范围，就形成铁路货运、客运价格市

场化定价机制提出若干意见 

2015 年

12 月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

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

知》 

对在中央管理企业全资及控投铁路上开行的设计时

速 200 公里以上的高铁动车组列车一、二等座旅客

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据价格法律法规自主制定；

商务座、特等座、动卧等票价，以及社会资本投资控

股新建铁路客运专线旅客票价继续实行市场调节，

由铁路运输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等因素自

主制定 

2017 年

12 月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深化铁路货运价格

市场化改革等有关问

题的通知》 

深化铁路货运价格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扩大铁路货运价格市场调

节范围。铁路集装箱、零担各类货物运输价格，以及

整车运输的矿物性建筑材料、金属制品、工业机械等

12 个货物品类运输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由铁路运输

企业依法自主制定 

2018 年

9 月 
国务院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 

大力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不断完

善综合运输网络，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

量，积极扩大铁路货运市场份额 

2019 年 国务院 《交通强国建设纲 优化运输结构，加快推进港口集疏运铁路、物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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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要》 及大型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等“公转铁”重点项目建

设，推进大宗货物及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向铁路和水

运有序转移 

2020 年

8 月 
国务院 

《新时代交通强国铁

路先行规划纲要》 

明确铁路建设未来 30 年的“两步走”战略目标，纲

要分别从铁路网的建设、铁路运输安全以及铁路自

主创新等 9 个方面对未来铁路建设的重点进行了明

确 

2021 年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做好铁

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

见》《“十四五”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

展规划的通知》 

对铁路建设的战略目标在此前纲领性文件的基础上

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并再次明确了铁路建设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

划建设，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全面增强铁路安全质量

效益、服务保障能力和综合发展实力 

2022 年

1 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推进多式

联运发展 优化调整

运输结构工作方案

（2021—2025 年）

的通知》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

合，进一步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提升综合运输效率，

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促进节能减排降碳 

2022 年

5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扎

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的通知》 

支持国铁集团发行 3000 亿元铁路建设债券并要求加

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以实现经济稳增长 

2023 年

4 月 
交通运输部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五年行动计划（2023

－2027 年）》 

明确未来五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思路目标和行动任

务，构建起未来五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十大行动框

架，提出了 53 项重点任务 

2024 年

2 月 

国家铁路

局、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等 

《推动铁路行业低碳

发展实施方案》 

从五个方面提出 12 条重点任务。推动绿色铁路建设，

推动运输装备低碳转型，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推进绿

色运营维护，建立长效发展机制 

2024 年

6 月 

交通运输

部、国家铁

路局 

《关于加强城际铁路 

市域（郊）铁路监督

管理的意见》 

厘清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监管界面、落实监管

责任，完善制度规则、强化标准供给，加强系统治理，

进一步推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规范有序、健

康持续发展，为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024 年

11 月 

交通运输

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 

《交通物流降本提质

增效行动计划》 

在提升与产业发展适配性、促进各环节高效衔接、建

设全国交通物流统一大市场、加快培育新动能、加强

要素资源保障、支持企业提升运营效率等各方面分

别列举降本提质增效措施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四、行业发展 

短期来看，铁路货物运输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大，需关注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对铁路

货运量的传导性影响。长期来看，随着铁路网络完善和技术进步，旅客出行更加便捷，

居民旅游、公务等出行需求持续释放，中国铁路客运需求有望保持增长；“公转铁”

政策持续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向铁路转移趋势将加快，多式联运发展、铁路部门“总

对总”营销和智慧铁路物流体系构建等对铁路货运需求形成正向支撑，但需关注全球

经济局势波动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对铁路货物运输带来的影响。此外，中国铁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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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仍不均衡，铁路网络仍有待完善，未来铁路行业投资规模或将保持高位。 

《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明确，到 2035 年，全国现代化铁路网率

先建成，铁路网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效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

基本覆盖、枢纽衔接顺畅，网络设施智慧升级，有效供给能力充沛。届时，不同铁路

间的协同效应有望进一步显现，为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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